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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古代司法很难做到严格的依法办案，主要原因有

二：第一，皇权的干扰。例如，唐朝的最高行政机构在政事堂，

凡是皇帝的命令，在敕字之前，须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即须

政事堂会议正式通过，然后再送尚书省执行。若未加盖“中书

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是违法的，不

能为下面的各级机关所承认。但唐中宗李显，不经两省而径

自封拜官职。但中宗感到难为情，故他装置诏敕的封带，不敢

用照常式封发，而改用斜封。所书“敕”字，也不敢用朱笔，而

改用墨笔。当时称为“斜封墨敕”。皇帝经常以制书、敕令作出

违背法典的权宜处断，这在古代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所以，

《唐律·断狱律》也专门规定了“制敕断罪，临时处分”。第二，

中国古代虽有一定的司法监督制度，但因缺乏与之配套的民

主制度，所以很难产生实效和持久。

  虽然中国古代很难做到严格的依法办案，但其运行过程

中确有自己的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大案要案的审理着重考虑政治效果。什么是大案

要案？古人看法比较一致，那就是涉及纲常名教的“十恶”案

件。他们属于“忠”和“孝”方面的政治案件（国家安全案件），

涉及江山社稷的安全。《唐律疏议》说：“五刑之中，十恶尤切，

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其数甚恶者，事类

有十，故称‘十恶’。”“十恶”案件之所以属于大案要案，是因

为纲常名教是封建社会的立国之本。如同张之洞《劝学篇》所

言，“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

“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

  例如，媳妇控告婆婆，属于“十恶”中的“不孝”罪。《唐律

疏议》说：“善事父母曰孝。既有违反，是名‘不孝’。”冯梦龙

《智囊全集·政略智囊》记载，胡霆桂在南宋理宗开庆年间任

铅山主簿，当时私自酿酒的禁令很严，有一个妇人控告婆婆

私自酿酒，胡霆桂质问她说，你侍奉婆婆很孝顺吗？她说很孝

顺。胡霆桂说，既然是孝顺，那你就替你婆婆受罚吧。然后依

据禁止私酿的法令来责打这个儿媳。此事传开之后，官府的

政令立即畅行无阻，铅山县因而大治。冯梦龙评论道：私自酿

酒虽说是不合法的，但是媳妇不可欺凌、控告婆婆。因此，对

媳妇的处罚完全是正确的。

  第二，审理一般刑案着重考虑社会效果。这里所言的“社

会效果”，主要是指社会稳定，刑法要能起到“以刑止刑，以杀

止杀”的作用，要能体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的德治精神。

  明朝冯梦龙《智囊全集·政略智囊》举例说，魏晋南北朝

时，王猛率军与前燕慕容评相持潞州时，派遣将军徐成去窥

视燕军的情况，约定中午回来，但徐成直到黄昏才回来。王猛

很生气，要杀徐成。邓羌求情道：“敌众我寡，明早就要作战

了，将军应当原谅他。”王猛说：“如果不杀徐成，军法威严就

不能树立。”邓羌说：“徐成是我的部将，虽然违背约定的时间

应当斩首，我愿意和徐成并肩作战以赎罪。”王猛还是不肯。

邓羌很生气，回营后，击鼓整军，要来攻击王猛。王猛认为邓

羌智勇双全，就派人告诉他：“将军暂且停兵，我现在就赦免

徐成。”徐成被赦免后，邓羌亲自来向王猛道谢。王猛笑道：

“我只是试试你罢了，你对部下都这么重视，更何况是对国家

呢？”冯梦龙对此评论道：违反法令而请求宽恕是偏袒的表

现；击鼓整军的出发点则是为整个国家社会着想。邓羌后来

和徐成大败燕军，保卫了国家社会的安全，这和仅仅维护将

军的个人威严相比，孰轻孰重？

  屠枰石先生在江浙一带当督学，巡查西湖时，有些小人

趁机去寻找秀才们的过失。有一个秀才夜宿在妓女家，保甲

在次日天刚亮时，就把秀才和妓女两人捉起来，送到衙门。

保甲一入公堂，就大声地诉说事情的经过。屠公装作没有听

见，照常处理文书。保甲渐渐跪着向前，距离秀才和妓女越

来越远，屠公用眼睛示意差役把两人分开，释放秀才。差役

明白意思，照此办理。等到秀才出去之后，屠公抬头问道：

“秀才在哪里？”保甲回头一看，不见秀才，吓得说不出话来。

屠公便罚他30大板，铐上枷锁，并把妓女赶走。从这以后，这

个地方刁蛮的风气立即平息。而秀才为了惩罚自己，甘愿奉

献才学，自贬为教官。冯梦龙对此评论道：禁止秀才夜宿嫖

娼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但是，攻击或揭发别人短处的风气也

是不能助长的。舍弃繁琐的法律规定而成全大义，没有大智

慧的人是无法做到的。

  第三，审理民事案件着重考虑家庭邻里和谐。清朝循吏蓝

鼎元的《鹿州公案》记述了他审理的一起兄弟争夺父产的案

例。农民陈智有两个儿子，长子阿明、次子阿定，结婚后分了

家，不在一起居住。父亲死后留下七亩田地，兄弟俩互相争夺，

跑到县衙打官司。都说田产是父亲留给自己的。蓝鼎元说：“你

们说的都对，看来错在你父亲，应当把他的棺材劈开。”兄弟二

人顿时无话可讲。蓝鼎元接着说，田产不过是区区小事，亲兄

弟打官司真可恶，我不能随便断这个案。你们两个人各伸一只

脚来合在一起上枷板，谁能忍住不叫痛，田产就归他。但不知

道你们是左脚能忍受还是右脚能忍受疼痛？兄弟二人回答都

不能忍受。蓝鼎元说，你们的身体就像你父亲一样，你们两只

脚尚且不忍心舍弃其中的一只，你父亲难道肯舍弃两个儿子

中的一个吗？这件事儿过几天再断吧！蓝鼎元命令差役用一条

铁索将兄弟两个拴在一起，让兄弟二人坐在一起，同吃同睡，

同走同停，大小便一同蹲下站起，片刻不能离开。起初二人互

相怨恨不理睬，背对背，过了一两天，渐渐面对面，又过了三四

天，就相对叹息，心有悔意。没过多久就一起吃饭了。蓝鼎元看

到他们有了悔改之意，就判决将这块田产作为祭祀他们父亲

的资财，兄弟二人轮流收租，作为祭物，子子孙孙永无争端。

  大案要案讲政治，一般刑案讲社会，民事案件讲和谐，这

就是中国古代司法审判的一般特点。

浅浅议议中中国国古古代代的的司司法法审审判判特特点点

法学洞见

□ 付子堂 (西南政法大学校长)

  夏至福至，万物向阳。我们迎风沐雨，满怀喜悦，隆重举

行西南政法大学2023届学生毕业典礼暨授位仪式。

  70年前的1953年，35名西政首届本科毕业生走向社会，

开启了他们与新中国法治建设同向同行的拼搏之路。

  迄今，已经有35万西政之士走出校门，接续奋斗，不断书

写着西政荣光。你们要记住母校，不能只记住“西南政法大学”

这六个大字，更要记住西政校训———“博学、笃行，厚德、重

法”，更要记住西政精神———“心系天下、自强不息、和衷共济、

严谨求实”！要记住西政人的艰苦奋斗史，记住母校薪火相继，

历创业之维艰；记住母校红色血脉的缘起，记住母校逆境奋起

的发轫，记住一代代西政人的默默坚守和无私奉献！

  时代总是把历史责任赋予青年。未来的大考，要求青年

拥抱时代、勇担使命，信仰如炬、信念如磐；未来的大考，要

求青年不惧逆境、勇毅坚韧，奋楫扬帆、矢志向前。

  首先，希望大家把西政校训“博学、笃行”的实践，与“致

良知”的追求有机结合，做到“知行合一致良知”。

  今年5月20日，在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校友工作会上，学校

以首批“西政好校友”的荣誉称号，表达对毕业生赓续传承

西政精神的最高礼赞。他们扎根基层、坚守岗位，用“干一

岗、爱一岗、专一岗、精一岗”的精神，有力诠释了属于普通

西政人的不平凡，无疑是“知行合一致良知”的最好例证。

  对于初出茅庐的西政学士，大家能够做到的知行合一，

是将4年来务实思辨、通专融合所积累的丰富知识，融入未

来的求学、工作中，做好自己认知领域之内的每一件事；同

时，保持一份求真求实的好奇心，用脚步丈量世界、用梦想

点亮生活，逐步探寻、理解自己认知领域之外的事物，丰富

阅历，拓展人生宽度。

  对于初出茅庐的西政硕士，大家能够做到的知行合一，

是将3年研究生阶段所培育形成的专业思维，同求真理、悟

道理、明事理紧密关联在一起，不满足于碎片化的信息、快

餐化的知识，将个人的洞察力、创造力和组织力，切实运用

到新领域的开创、新方法的建构、新能力的塑造中去，志在

巅峰，提升人生高度。

  对于初出茅庐的西政博士，大家能够做到的知行合一，

是要充分领会学术不仅仅是职业、事业，更可成为志业、乐

业，充分运用攻博期间精思钻研所培育形成的独立学术能

力，不恃才傲物，不骄傲自矜，脚踏实地立足本职，将善于总

结发展规律、勇于创新研究范式、敢于破除思维定式的能

力，与新知识、新理论、新机制的连用充分结合，学思践悟，

追求人生深度。

  总而言之，“致良知”乃是一种人生追求的至高境界。只要

不断地以知促行、以行践知，保持认知的开放度和包容性，低调

做人、谦逊做事，在知行合一中开创人生境界、开发自身潜能、

开拓未知领域，就能走在新时代新征程奋进之路的最前列。

  其次，希望大家把西政校训“厚德、重法”的境界，与“事

上练”的担当有机结合，做到“德法兼修事上练”。

  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政法院校专门提出过要求：立德

树人，德法兼修，抓好法治人才培养；励志勤学，刻苦磨炼，

促进青年成长进步。习近平总书记还曾告诫青年：刀要在石

上磨、人要在事上练，不经风雨、不见世面是难以成大器的。

  走出西政校门的35万毕业生，在干事创业中丰富并践

行着西政精神，已经涌现出大批德法兼修的优秀之士。

  ——— 被《光明日报》头版报道过的1992届本科毕业生、援

藏干部的杰出代表、长期工作在西藏阿里地区的赵宇彦校

友，当年响应祖国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与同一寝室的蒋贞

明、杨彦，三位校友一片丹心、共赴高原，30多年来扎根雪

域，用坚定信仰和满腔热血点亮了“世界屋脊”的法治火种。

他们毫无疑问都是德法兼修的典范，更是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人要在事上练”殷殷嘱托的践行者。2023届毕业生走出校

门后，要永远秉持“德法兼修事上练”的行动哲学，传承师兄

师姐们的优良品质，将校园里习得的良好思维方式与一件

件具体的日常事务结合起来，掌握命运之舵，驾驭时光之

舟，绘就属于自己的未来精美画卷。

  事上练，要练坚毅的品质。坚毅品质，说到底就是要有

愿做、敢做、善做的意识，其内在深层动机是对所做的事要

有认同、向往以及永不退缩的韧劲。作为新时代新青年，要

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

身、履责于行。只有这样，才能在坚韧不拔中内外兼修，在攻

坚克难中受到磨炼。

  事上练，要练选择的智慧。身处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

能年代，获取海量信息不再是什么难事。然而，通晓道理的

本质、领悟其中的真谛，往往需要面对无数次痛苦的选择，

经历无数次实践的洗礼。大家既要对自身有充分的认知，也

要对问题有充分的预判，还要有敢于“试错”的勇气，更要善

于从失败中总结形成“作出正确选择的智慧”。

  事上练，要练大度的胸襟。你们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做

过的事、见过的人，都会成为构筑自己人生格局的关键要

素。实现能效最大化，不仅需要个人自身的笃行实践，更需

要具有互助、合作的团队意识。

  事上练，要练过人的定力。王阳明的《传习录》有句名言：

“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每临难事、

险事、要事，都要努力保持“临大事而不乱，临利害之际而不失

故常”的定力，都要始终坚信：惟其磨砺，始得玉成。

  时代造就青年，盛世成就青年。希望大家走上社会后，

紧扣时代脉搏、树立全球视野，将个人小我的修炼融入国

家、民族和全人类的大我奋斗之中，成为有理想、敢担当、能

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面对困难挫折要撑得住、关

键时刻要挺得住、风险挑战要扛得住，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自己力

所能及的正能量！

  （文章为作者在西南政法大学2023届学生毕业典礼暨

授位仪式上的致辞节选）

知行合一 德法兼修

□ 周光权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

  大家在清华园的学习，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回首近三年的

点点滴滴，真是让人感慨万千。大家面对的各种困难、艰辛，就像发

生在昨天，我们都感同身受。

  除了学习之外，还有值得我们回味的欢乐时光。今年举办的法

学院第23届学生节，你们中的很多人参加了表演，学校大礼堂座无

虚席，《只此清律》的主题曲令人心旷神怡；在多个小品节目中，“学

法律就会掉头发”的调侃好像贯穿始终，但你们的论据还有待补

强；还有极个别同学满怀激情“与君歌一曲”，但好像每个字都不在

调上，差点让人“长醉不复醒”，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不过，这也没有

什么不好，积极参与、乐观向上，坚持做最好的自己，才是要紧的。

唱歌是如此，人生也是如此，更多的时候只不过是自我陶醉，在意

的主要是你自己。

  法学院毕业生的人生轨迹如何，迄今为止似乎没有标准答案。

离开了老师的护佑，你们如何跨越人生一个又一个的“坎”，做到事

不避难，泰山压顶不弯腰，很值得关注。在这里，给各位提三点

建议：

  第一，清华法律人的大脑只能是“永动机”，必须时刻保持思考

的状态。大脑是用来思考的。各位在读期间，每天都很努力，在奔

跑、在思考。毕业以后，你们不应该原地踏步，要将善于做题、善于

分析案例，转变为善于思考。有研究表明，读完大学后很多人的思

考能力可能会下降，法学院的毕业生也不例外。如果毕业之后不再

继续思考，你就会落后。法律人面对的难题比社会一般人更多，尤

其要懂得思考。你们不要觉得学分很高就可以“仗剑走天涯”，其

实，法学教育能够提供给你们的知识实在是非常有限，没有办法教

会你们所有的专业知识和人生道理，大量的思考需要在实践中去

完成。法学注定是“成年人的学问”。这样说，不等于你选错了专业。

但是，你们对法律的理解真的是一知半解或者停留在书本上，再优

异的学习成绩也只不过是起步而已。你们是在尚未进入婚姻殿堂

的状态下学完了婚姻法；在从未签发过支票的情况下学完了票据

法；或者仅与电信诈骗犯罪分子周旋了几次就学完了《刑法总论》。

你们的知识真的是“沧海之一粟”，而且没有经受过实践的检验，今

后在边干边学中需要你们思考的东西更多。

  思深忧远！法律人的用脑，应该特别深沉，至少得像个孤独的散

步者沉思的样子。法律人面对的是个案，但所涉及的都是“大事”，是

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甚至生杀予夺。你们对案件的思考、解答、处理如

果不妥当，对当事人而言就是灭顶之灾。案件的公正处理背后，还有

是否能够“案结事了”、实现社会和谐等问题，都值得你们深思。

  既然要抽出时间想“大事”，看准大方向，你们就不要去“凑热

闹”。对于社会生活，我们要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但是，太热闹的场

所尽量不去；网络上过于喧哗的话题尽量不碰。善于思考的法律人

就应该多看、多听，但谨言慎行、思深忧远。

  第二，清华法律人的底色是“读书人”，应该让阅读的兴趣始终

陪伴你。要想活得开心、有所成就，唯有读书。阅读是成本最低的成

长。书，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你的精神状况。无论你们未来具体从事

什么工作，都要做到手不释卷。阅读的对象，未必非得是那些名著。

读平常书，走不平常的路，想必才是最好的。读书会让你形成不一

样的思考方式，使你成为独特的你。

  第三，清华法律人应当迎难而上，善于探寻人间正义。毕业以

后，你们很快会发现，社会对法律人充满期待，你们必须默默观察

社会发展状况、随时出现的各种法律难题，将天下大势尽收眼底之

后探究法理与事理，从无数种选择中想出良方。为此，你们不能固

执己见，而必须将自己的体验客观化，使其符合多数社会成员所接

受的客观性。此外，你们还要懂得换位思考，与人为善、成人之美，

对他人予以充分尊重，基于健全的社会常识与良好的平衡感作出

各种法律判断。

  从明天起，你们就要远行。困难不少，但办法更多。相信你们

会有让老师应接不暇的精彩，未来是你们的，世界会为你们闪烁。

  事不避难，百战归来，少年如初。

  （文章为作者在清华大学法学院2023年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致

辞节选）

  本报讯 记者丁国锋 6月21日，苏州

市地方立法研究基地签约揭牌仪式在苏州

大学王健法学院举行。苏州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徐美健，苏州市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主任陈雪珍、副主任陈泽亚，江

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主任周连勇，苏州大

学副校长李孝峰、王健法学院院长方新军

等参加会议。

  李孝峰表示，苏州大学将高度重视苏

州市地方立法研究基地的建设工作：一是

要强化政治自觉，把准研究基地建设的政

治方向；二是要突出问题意识，强化使命担

当；三是要充分利用研究基地平台资源，强

化学科建设，深化共建内涵。

  方新军表示，宪法与行政法学一直以

来都是苏州大学的优势学科，且法学院研

究方向多元，地方立法工作符合苏州大学

的学科优势。今后，苏州大学作为研究机构

积极服务于地方法治建设，为苏州市地方

立法贡献自己的力量。

苏州市地方立法研究基地签约揭牌仪式举行“新时代中国法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座谈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黄洁 日前，北京师范大

学法学院“新时代中国法学学科建设的若干

问题”座谈会举行。座谈会围绕稳步推动法学

院教育体系建设，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学理论研究，积极促进法学教育与法学

研究创新发展进行交流讨论。中国法学会党

组成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文显教授受邀出

席会议。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梁迎修回顾了

京师法学多年的发展历程，介绍了当前法学

学科建设的阶段性成果，总结了现有经验与

未来挑战。他指出，目前法学院学科建设初具

规模，第五轮学科评估成果标志着法学院学

科建设迎来新起点、进入新阶段，也同时面临

着新问题与新挑战。对此应正确把握法学教

育与法学研究的现状基础与发展方向，认真

学习贯彻中办国办《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

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方针路线与整体

部署，凝聚共识，共同推动法学院法学学科高

质量发展。


